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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6年《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精装四卷本的基础上，我们又推出了《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12分
册。
这套丛书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共分《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医学》《天文地理》、《中国历
史》、《世界历史》、《语文》、《艺术》、《体育》、《成长驿站》、《社会法律》、《科学前沿
军事》12册。
与《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精装四卷本相比，12分册是增补更新版，既继承了其优点长处，又增加了
新的知识点，更新了许多数据、图片。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12分册贯穿着这样的编纂理念，即不仅要把中学生培养成为知识丰富、全面
发展的人，还要成为了解社会、善于处世的人，更要成为思维活跃、领先潮流的人。
通过使用本书，读者可以具备一个合格的中学生应该有的能力：1.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这一能力对将来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很重要。
2.对社会科学、文学、历史、地理的综合理解力。
这是基本能力培养的基础。
3.数学的实际应用和理解能力。
理解数学法则是基础，更要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4.对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与环境关系的理解力。
了解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对做出正确的决策是有益的。
5.掌握外语背景知识和了解外国文化的能力。
外语学习能锻炼记忆力、启迪思维，外国文化的学习也有助于新观念的接受。
6.熟练使用计算机和其他技术的本领。
不能满足于简单操作，应注重于了解较为复杂的问题。
7.艺术鉴赏能力。
艺术素养的提高会使中学生的素质更加完善。
8.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力。
中学生很快就要步入社会，必须对现实社会深入了解。
9.培养良好生活习惯与毅力。
注重身体、心理健康，加强身体锻炼、心理磨练，克服不良习惯，抵制不良行为诱惑，对中学生健康
成长尤为重要。
10.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精神。
这些决定着中学生的发展，影响今后的事业和生活。
本套丛书涵盖了中学期间应当掌握的所有知识内容，对中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梳理，还增加了
大量最新的实用信息，如热门专业、热门科学话题、新兴职业、新发明等，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
同时，还增加了对中学生成长问题的解决、中学生能力的培养、青春期心理问题的解惑等，这是国内
其他同类百科全书没有的，对中学生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上中学就要看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离中学生最近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素质教育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全人教育”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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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上中学就要看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离中学生最近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素质教育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学生百科全书》是一部面向“全人教育”的百科全书。
     本套丛书涵盖了中学期间应当掌握的所有知识内容，对中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梳理，还增加
了大量最新的实用信息，如热门专业、热门科学话题、新兴职业、新发明等，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
同时，还增加了对中学生成长问题的解决、中学生能力的培养、青春期心理问题的解惑等，这是国内
其他同类百科全书没有的，对中学生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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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物理学远到天边的浩瀚星系，近到身旁的日常事物，有很多引人人胜的现象都可以用物理学中的知识
来解释。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规律及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
物理学简称“物理”，它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自然哲理”。
在古代欧洲，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总称。
后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它的各个分支先后形成独立的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
天文学等。
有人说，物理，物理，乃万物之道理。
此话虽有些夸张，但在现代，物理学的确是自然科学中一门十分重要的、应用范围极广的基础学科。
物理学也和数学一样，其知识内容和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当代工程技术的重要
支柱。
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典力学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研究宏观物体的低速机械运动的现象和规律。
17世纪，英国物理学家I.牛顿，在意大利天文学家G.伽利略、德国天文学家J.开普勒等人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出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经典力学奠定了基础。
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J.P.焦耳、法国物理学家S.卡诺、德国物理学家R.克劳修斯等人，提出了热力学
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物理学家J.C.麦克斯韦提出了描述电磁场的基本规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言了电
磁波的存在，奠定了经典电动力学的基础。
20世纪初，美国物理学家J.W.吉布斯奠定了经典统计力学的基础，使研究热现象的本质和普遍规律的
热力学趋于成熟。
物理学家A.爱因斯坦从实际出发，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建立了新的时空观。
在此基础上，1905年他提出了狭义相对论，1915年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也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们不仅应用于原子物理学，也应用于分
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以及对宏观物体的微观结构的研究。
量子电动力学研究的是量子化的磁场，它的一些结论的精确性达到自然科学中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今
还没有发现其局限性。
通常根据所研究的物质运动形态和存在形式的不同，将物理学分为力学、声学、热学和分子物理学、
光学、电磁学、原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固体物理学（包括半导体物理学）、粒子物理学（亦称
高能物理学）等分支学科。
但这种分类法并不十分稳定，它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例如，力学经历长期的发展早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有流体力学、弹性力学等分支学科；电工学、
热力工程学等工程学科是在物理学的某些规律应用于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电子学也在20世纪发展壮大
为一门新兴学科。
随着实践的扩展和深入，物理学在各个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陆续形成了许多边缘学科，如化学物理
学、天体物理学、海洋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等，同时还发展了许多尖端科学技术，如核技术、空间技
术、激光技术等。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扩展和深入，物理学内容也必将不断扩展和深入，物理
学的应用也必将越来越广泛。
物理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描述事物常常要使用“数词”和“量词”。
在物理学中，也需要采用“数量”和“单位”。
物理量是量度物质的属性和描述其运动状态时所用的各种量值。
例如，量度物体所含物质多少用的是质量，描述物体运动快慢和方向用的是速度，量度导体阻碍电流
本领用的是电阻等。
各种物理量都有它自己的量度单位，并以选定的物质在规定条件下所显示的数量作为基本量单位的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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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长度的度量单位是米，在1960年10月的第11届国际计量大会中通过一项决议，规定1米等于氪86
在真空中发生2p10。
和5d5能级之间跃迁时，所发射的橙色光波波长的1650763.73倍，这样规定的米称为原子米。
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标准米的规定越来越先进，到1983年第17届国际计量大会上，又通过了米的新
规定：“米是光在真空中，在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运行距离的长度。
”这个定义将长度单位与时间单位结合起来。
世界上各国都有自己特定的单位制度，如货币，有的用“元”，有的用“镑”。
为便于国际间交流，创建了国际单位制。
国际单位制简称“国际制”，代号SI，是1960年第11届国际计量大会制定的适合一切计量领域的单位
制。
它规定长度、时间、质量、温度、电流强度、发光强度和物质的量等7个量为基本量，称为基本物理
量，它们的单位米（m）、秒（s）、千克（kg）、开尔文（K）、安培（A）、坎德拉（cd）和摩尔
（mol）为7个基本单位，还规定了两个辅助单位即弧度和球面度。
其余物理量则根据基本量和有关方程来表示，称为导出量，其单位是通过它们与基本单位的关系来确
定，叫做导出单位。
应用7个基本物理量，就可以导出物理学中的各个物理量。
所有的力学量都是由长度、质量和时间这3个基本量构成的。
例如，速度的单位是“米/秒”，加速度的单位是“米/秒2”，力的单位是“牛顿”，1牛顿=1千克?米/
秒2。
在电学领域，上述3个基本量再加上电流强度这一基本量，就可以导出所有电学物理量，如电压的单
位是“伏特”，1伏特=1千克?米2，（安培?秒3）等。
国际单位制的构成原则比较科学、实用，并且涉及所有专业领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积极推广国
际单位制。
物理实验在古希腊，有一位国王担心工匠在金质王冠中掺了白银，国王将鉴别王冠真假的任务交给了
当时著名的科学家阿基米德。
最初阿基米德苦思冥想也想不出办法，一次偶然的机会，阿基米德在浴池洗澡时找到了破解的方法，
解开了“王冠之谜”，并由此他还发现了浮力原理。
这是用实验方法解决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
物理学由实验和理论两部分组成。
物理（科学）实验是人们根据研究的目的，运用科学仪器设备，人为地控制、创造或纯化某种自然过
程，使之按预期的进程发展，同时在尽可能减少干扰客观状态的前提下进行观测，以探究物理过程变
化规律的一种科学活动。
物理学实验主要包括探究性实验、测量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等。
探究性实验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探索去发现人们尚未认识的科学事物及其规律的过程。
探究性实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要素有：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计划与设计实验、进
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
在具体的实验探究过程中，上述7个要素可以进行组合、改变顺序、合理增减。
可以说没有探究性实验，物理学就不可能发展。
16世纪，G.伽利略提倡的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学术界公认之后，逐渐形成物理这门学科
。
牛顿力学统治物理学长达200多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探究工作。
19世纪后半期，英国科学家J.J.汤姆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终于在1897年确认阴极射线是带负电
的粒子——电子。
1900年，M.普朗克在辐射能量不连续的概念下导出了完全符合实验数据的黑体辐射公式，导致量子理
论的出现。
1905年A.爱因斯坦在新的时空概念基础上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完美地解释了光速不变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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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E.卢瑟福用实验确定了原子核内的正电荷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从而提出了原
子的核式结构。
20世纪初，由于居里夫妇、卢瑟福等许多人的大量实验工作，物理学向原子、原子核、电子等小尺度
空间方向发展，也向高速（接近光速）方向发展。
伴随着这些近代物理实验，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理论系统。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在不断地修正理论，新的理论也在不断地指导新的实验。
量子论量子论是揭示原子结构、原子光谱的规律性、化学元素的性质、光的吸收与辐射等的微观物质
世界基本规律的理论，它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关于自然界的表述方法和思考方法。
以量子论形成的量子物理学与牛顿经典物理学一起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石。
量子理论的创建过程是许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是物理学研究工作第一次集体的胜利。
1900年，德国柏林大学教授M.普朗克在解释黑体辐射规律时引入了能量子概念。
1906年12月14日，普朗克在柏林的物理学会上发表了题为《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的理论》的论文
，提出了著名的普朗克公式，这为量子理论建立打下了基石，这一天也被普遍认为是量子物理学诞生
的日子。
随后，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都为量子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A.爱因斯坦、L.瑞利
、N.玻尔、P.L.德布罗意、W.K.海森伯、M.玻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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